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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面临问题及对策研究 

汪　君 1　马　艳 2

1. 国网六安供电公司　安徽　六安　237000

2. 六安市解放路小学紫荆校区　安徽　六安　237000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

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是总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切实、高效落实中央总部署，依据总要求实施当地的乡村振兴战略，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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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安市基本情况

六安是安徽省西部的一个地级市，位于江淮之间、

大别山东北麓，下辖四县三区。根据人口普查，2020 年

全市常住人口 439.3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13.03 万人

（ 占 48.49%）， 农 村 人 口 226.34 万 人（ 占 51.51%）；

男 性 225.75 万 人（ 占 51.38%）， 女 性 213.62 万 人（ 占

48.62%）；分年龄看，0-14 岁 81.41 万人（占 18.53%），

15-59 岁 264.56 万人（占 60.21%），60 岁及以上人口 93.40

万人（占 21.26%）；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42.54 万人（占 9.68%），

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59.92 万人（占 13.64%），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 148.20 万人（占 33.73%），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141.44

万人（占 32.19%）。

总体上看，六安市作为大别山附近的一个地级城市，

农村人口仍处于多数，社会老龄化日益显著，初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的人口占大多数。

2 现场调查情况

农村基础设施有改善，农作物种植面积总体稳定但有

下滑，农村基础设施仍需要继续完善。走进六安市金安区南

山新区等地方，可以看到“村村通”道路建设已经完成，基

础交通较为便捷。近十年，在诸如“悠然南山”旅游度假区、

养殖场等项目建设中，乡村农作物种植总面积总体稳定中有

一定下降。在中店乡汪神街道，大部分居民已使用自来水，

但偏远的乡村仍未普及。农村电网改造效果显著，供电可靠

性超过 99%。除交通便利的新建小区外，燃气管道未接入

较偏远的农村地区。乡村通信已覆盖，根据需要可以申请

4G 网络接入。乡村农田较多，但新修水利设施比重极低。

在农业生产方面，难寻找到有潜力的带头人，带领大

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汪神村一处生产队现场调查，发现

有学历的青壮年普遍在城镇上班或务工。调查一个有 11 户

的农村集体，总人数 58 人（农村户籍），其中 19 人在城市

购房并常住（仍是农村户籍并有农田）；在农村常住的有

39 人，按年龄分 0-17 岁有 8 人，18-60 岁有 18 人，60 岁

以上有 13 人。这 11 户中，从事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青壮年

只有 7 人，且均为小学文化程度，另有 4 人超过 70 岁仍从

事农业生产。其中有 3 户的农田收割任务委托给有机械化生

产能力的农户（承包户），这个承包户购买了插秧机、收割

机等农器具，协议承包了 20-30 位农民的生产任务。

3 发现的问题

3.1 乡村发展没有明确的定位，没有长期发展规划

在寻找有关的规划资料时，只找到《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安徽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 － 2030 年 )》和《六安市“十三五”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规划》。六安虽有茶叶等特色产业，水资源丰富，但大量

的乡村仍处于普通的个体农户经营模式。

3.2 留守乡村的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无乡村振

兴领路人，人才队伍匮乏

通过人口普查和现场调查，留守乡村的多是超过 65 岁

的老年人和正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在调查中未发现主动

请缨留在各自乡村中准备去实施乡村战略的青壮年，各自乡

村中主动表率、带领农民思考共同致富的人才还相对缺乏。

3.3 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农业产业化道路未形成

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会制约乡村振兴发展的步伐。

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地区，靠天靠地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还常见，农田开垦、灌溉、育苗和除草等机械化水平仍有

很大改进的空间，产业化道路还在摸索中，初级产品半成

品比重突出。农村传统、低效的生产模式还大量存在，没

有运用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组织，或应用大数据引领的农

业生产方式。

3.4 缺乏农业生产的前沿技术研究和探索，农村医疗、

教育等配套措施仍很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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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科技引领下的农业生产，我国

农业产业化生产方面，还缺乏有效的借鉴蓝图和指导经验。

农林牧渔业生产方式落实，大量地靠手工作业，缺乏大面积

自动化插秧、施肥和收割等措施，林地缺乏自动化伐木、装

卸，牧场的环境还没有达到生态环保，这些还需要积极探索

和实践。在乡村医疗体系方面，六安市各大医院基本上人满

为患，乡村卫生所或村部卫生室医生屈指可数，城乡就医环

境、保障条件都有巨大的差距；同样，与城里学校相比，乡

村学校生源匮乏，优秀教师流失至近无。这些薄弱环节让人

感觉乡村建设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3.5 没有及时的承接和跟进方案机制

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明确了总目标、

总方针和总要求，但是具体到各区、各乡村，发现还没有针

对性的跟进、学习和把握，没有落实具体的乡村振兴的针对

性措施。即使有，但在调查中仍未发现有实质性的应对变化

和举措。

4 建议措施

4.1 加快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定位，加快政策

层面的引领

要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加强我市自然禀赋和

发展制约要素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明确目标，有针对性

的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供水、供电、供气和通信

等专业规划，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予以保护。另外，需

要制定农民增收方案，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对农村垃圾处理、

污染防治等加强积极引导，保障治理高效。

4.2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选拔人才到基层，

奖励留守专业人才

火车跑得快，全靠动力带，要重视“乡村振兴”人才战略。

乡村学历教育中优秀人才分散到外地大中城市中发展，加剧

了人才流失，老龄化问题需要统筹到整体战略上，加以协调，

如加强养老产业的发展等。鼓励有志青年加入乡村振兴的大

潮，同时，乡村委员会积极奖励未成年人学习知识、用知识

改造自己的故乡的理想和志愿。激励人才，制定人才引领战

略，带领乡村走向繁荣、富裕。

4.3 积极招商引资，争取财政支持和外部投资，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措施

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因为自然禀赋要素不一样，采

取的战略规划方案也不相同，要在规划框架下，争取资金支

持，争取外部投资开发绿色产业，有目标、有重点和有阶段

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私营经济、农业合作经济和特色

产业等发展，扶持特色农产品发展，维护品牌战略，规范村

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加快推进战略步伐。

4.4 加强统筹协调，推进市、乡和村一体化管理水平

加快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推进安防系统布局，加快

现代农业先进生产方式应用和推广，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应

用科技手段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打造乡村校园安防平台，乡

村学校引入网上教学机制，应用大数据手段提升孩子们的知

识面。同时，推广远程医疗会诊、远程医护，加强市区医生

下乡支持乡村医疗体系建设和发展，加大城镇、乡村医生的

交流和学习。开拓思路，在乡村积聚区域规划村门诊布点，

降低就医半径，提高覆盖面。

4.5 及时出台衔接政策，制定市级、乡村层面的振兴

措施

收集乡村人员对发展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分析问题探

讨对策，集思广益，提出改进建议。既要保留传统农业的技

术精华，又要积极探索现代高新技术的应用，应用科技，加

大推广，形成生产和消费全流程的良性运用机制。加强对接，

及时出台衔接政策与措施，制定当地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方

案，有效衔接上级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纳入控制

性规划中予以保护，确保乡村振兴规划的有效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目标的稳步实现。

结束语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升级，社

会转型深入全面的新战略规划。这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创新，

也是文化体系、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系和政治体制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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